
记者 宋说

小事件大主题

《我们这十年》由11个单元构
成，故事将10年中的变化落在了
一个个小人物身上，并且都有真
实原型。如第一个单元《唐宫夜
宴》以河南卫视2021年春晚节目

《唐宫夜宴》为原型，讲述“爆款作
品”背后的创作故事。该单元在彰
显文化自信的主题表达之外，加
入了传统与现代、艺术标准与大
众审美之间的思辨 ,客观呈现了
当下舞蹈演员所面临的生育问
题、事业抉择，传统歌舞剧院与现
代科技、媒体融合发展等话题。

接下来的《热爱》单元，刻画
了一群新疆孩子和一位远赴新疆
支教的体育老师，他们之间的情
感碰撞让观众热泪盈眶。体育老
师张雷来到新疆偏远的某镇中学
任教，刚来的时候他并不适应当
地生活，出现了不少尴尬场面，后
来他发掘学生的足球天赋，帮助

少年改变命运，自己的人生也不
知不觉发生了改变。

《一日三餐》单元通过蔡五味
的高档酒楼恢复成肠粉店的变
化，用百姓的视角来折射“八项规
定”带来的影响，其中，焦俊艳与
侯勇的父女情感戏份令人动容。

《沙漠之光》单元则以在埃及进行
光伏电站建设的工程师为原型，
讲述了中国建设者陈宇远赴北
非，同当地人民携手共建绿色清
洁能源基地，反映了建设“一带一
路”的硕果。

创作高度凝练

《我们这十年》播出后引发了
追剧热潮，有不少观众评价，“剧
集有生活味和烟火气，这就是我
身边发生变化的十年。”该剧能够
成功打动观众的原因，主要是故
事传递出的真实感。比如在《一日
三餐》单元里，观众可以真切地感
受到屏幕中浓浓的广东味道。单
元故事主角是广东特色小吃肠
粉，主场景肠粉店还体现了当地

建筑特有的骑楼特色，都是连廊
式建筑，并且在主场景两侧，还有
很多凉茶店、盆景店等很有广东
特色的店面。据了解，《一日三餐》
单元在剧本创作初期，编剧郝岩
就实地走访了广东，深入了解粤
文化，肠粉博物馆和粤剧文化给
予了他很多灵感，同时他还大量
搜集中央八项规定的相关资料，
从真实案例中形成故事线。

其他单元方面，为了还原十
年变化中的现实生活，《唐宫夜
宴》创作团队赴郑州歌舞团实地
采风，和“唐宫”小姐姐及节目编
导朝夕相处，亲身体验《唐宫夜
宴》复排；《前海》的编剧在深圳前
海梦工场做了近4个月的采访与
采风，整理近5万字的文字资料；

《心之所向》主创团队一头扎进浙
江建德的乡村建设，不仅找人物
找故事，还与地方政府合作策划
了“稻香节”，实现剧内剧外联动。

在演员选择上，导演毛卫宁
介绍，《我们这十年》每个单元的
演员均按照符合角色的原则挑
选，比如《唐宫夜宴》的所有演员

都有舞蹈基础，《热爱》里踢球的
孩子是从当地找的足球少年。《我
们这十年》里的主要演员，也是导
演熟悉并合作过的，毛卫宁解释
说：“因为每个单元的拍摄时间只
有十几天，所以一开始就确定了
必须选择熟悉、默契的演员，才能
让他们很快进入角色，高效率地
完成这个角色。”

《我们这十年》采用单元剧的
表达方式，每个单元虽然只有四
集的体量，但每个单元的创作都
充满细节上的巧妙设计。比如《一
日三餐》以一家普普通通的小肠
粉店为切入点，通过百姓视角来

折射“八项规定”带来的影响；
《心之所向》单元以绘画的情愫
介入影像创作，营造出“富春山
居图”般的江南韵味。《我们这十
年》的创作从生活中汲取营养，
展现了主旋律作品扎实的故事
和更新颖的创作方法，让现实题
材的创作实现了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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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展现生活变化，透出满满幸福感

“我们”的故事很有烟火气

记者 师文静

短故事爆发强大感染力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节
目，将《尚书》《天工开物》《史记》

《本草纲目》《论语》《孙子兵法》
《楚辞》等十多部流传千古的典
籍呈现在观众面前，每期节目讲
述一部典籍前世今生的故事。伏
生一生守护典籍、司马迁和屈原
的家国情怀、李时珍的医者品
格、老子和孔子的精神高光时刻
等，都浓缩在一个个情感饱满的
短戏剧作品中。让高度凝练的故
事爆发出强大的感染力，也只有

《典籍里的中国》能做得到。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依

旧是“大型的催泪现场”。首期节
目聚焦典籍史上体量最大的百
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故事
围绕段奕宏饰演的“布衣都总
裁”陈济展开。陈济“啃书”也“啃
老”，爱书如命的他，花大钱买
书、读书，读遍天下典籍，被路人
称为“傻子”，但被父亲悉心爱护
和支持。陈济立志修书，守在学
者谢应芳门前几个月，终于拜师
成功。谢应芳感慨流涕，自己年
近百岁没有等来修书的机会，但
终于等来了陈济。四十岁那年，
陈济终于被任命担任《永乐大
典》“都总裁”，统领群儒，花费数
载，修纂一万余册的《永乐大
典》。但时空穿越到过去的读书
人撒贝宁告诉他，你修的《永乐
大典》虽逃过了紫禁城的火灾，
但下落成谜，后世没有只字片
语；虽有嘉靖副本，但副本也未
能保全，至今在世界各地只保留
下了四百余册……《永乐大典》

屡遭劫难，陈济从伤心到痛彻心
扉，再到听到这部典籍“珠还合
浦，历劫重光”的当代回归之旅，
又由悲转喜。无论是典籍历劫重
光的传奇故事，还是陈济千回百
转的心路历程，都给观众带来心
灵冲击波。节目嘉宾蒙曼教授认
为：“我们可以通过陈济的视角，
真切地感受《永乐大典》的编纂
过程之难、用心之深。陈济说过
一句话，‘文章贵如布帛菽粟，但
求有益于世尔’。这也代表了这
些修书人对《永乐大典》的期许，
希望它能够一直流传下去，有益
于千世万世。”

《汉书》一期节目，通过演员
万茜饰演的班昭的视角，再现了

《汉书》的接续修撰故事。父亲班
彪续写《太史公书》，哥哥班固开
创断代史体例定名《汉书》，班昭
最终续补，成为流传千年的典籍。

《汉书》一期节目，又留下几个“好
哭”的名场面。晚年的班昭与去世
的父亲和哥哥隔空对话，她告慰
父兄，历时十余年续补终于完成

《汉书》，自己用了一辈子，完成班
家修史心愿。一个短短的故事中，
班昭从一个少女成长为女史家，
身上那种责任感、韧性很感染人。
万茜饰演班昭青中老三种状态，
她感慨表演难度很大，但一个鲜
活的人物跃然在屏幕上。

每个环节都做到极致

据了解，为了让古籍“活起
来”，本季《典籍里的中国》进一
步进行“思想+艺术+技术”的创
新，深度采用电影工业生产模
式，结合绿幕拍摄、运动控制等
多种科技拍摄手法，进行戏剧核
心、关键场次的呈现升级。也就

是说，这一季的节目在视觉效果
上更加突出。节目通过高科技的
手段，将舞台变身浩瀚的时空，
比如陈济悟出《永乐大典》“用韵
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修纂方
式时，舞台大屏幕让浩瀚宇宙中
的每颗星辰代表一部典籍，这些
星辰围绕着月亮，月映万川，湖
水映月，这个景象给了陈济大启
发，让他领悟编书的窍门。节目
中有很多令观众赞叹的视觉奇
观，把典籍与历史，与万千世界，
与浩渺宇宙连接在一起，呈现出
一眼千年的大气恢弘。《典籍里
的中国》可谓将“大而美”做到了
极致的节目。

《典籍里的中国》的“神仙选
角”，也让节目中的戏剧部分大
放异彩。倪大红饰演的伏生、王
学圻饰演的老年司马迁、王劲松
饰演的李时珍、王绘春饰演的孔
子、王洛勇饰演的屈原、奚美娟
饰演的王孺人、辛柏青饰演的王
阳明等，都留下可圈可点的表演
瞬间，正是这些演技派的精彩表
演，让节目戏剧部分感染力、沉
浸感做到极致。

《典籍里的中国》创新的“戏
剧+影视+文化访谈”等相融合的
创作模式，让一档文化节目呈现
出非常丰富的样貌，在年轻观众
中大爆出圈。上一季节目播出
时，“典迷”们迫切地催更，就能
看出节目的强大影响力。这一季
节目播出，更多观众翘首以盼。
一档节目如此成功，归根结底还
是节目通过各种创新手段来满
足了观众的文化需求。它年轻化
的调性、极致的视听美学追求、
对典籍和历史人物的深度挖掘、
强大的共情力等，都让这档节目

“风景这边独好”。

被赞高级感、沉浸感集于一身

这档节目“大而美”
古籍因此“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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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典
迷”的千呼万唤
下，《典籍里的中
国》第二季终于
开播。前两期节
目《永乐大典》

《汉书》继续保持
高品质呈现，深
受观众喜爱。文
化节目找准了正
确 的“ 打 开 方
式”，就能在年轻
人中出圈，让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活”起来、“潮”
起来，让观众跟
着“燃”起来。

王凯《我们这十年》之沙漠之光单元剧照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目前播出过半，该剧从生活细处落笔，以各行各业从业者原型
和他们的真实经历为基底，无论是执着开肠粉店的老板，还是勇攀艺术高峰的舞蹈演员，
以及警察、军人、海外建设者、科研工作者等，都是观众身边最常见的人物，《我们这十年》
将“我们”的奋斗故事讲述得很有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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